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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湖是这样的所在，你会因为找不到最恰当的词语来描述她——而陷入幸福的彷徨。
西湖是囊括所有的：春夏秋冬，曰月星光；柳风桂雨，晨钟暮鼓；悲欢离合，长歌短吟；英雄美女，
高僧士子：行侠游客，浪子孤魂；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西湖太丰富了，层面太多了，她的确仿佛
又是太密集了，步移景动，处处都得细细道来，让你觉得西湖数不胜数，不知从何说起。
    齐全的和谐归于一身，完整的美均匀着通体，西湖接近伊甸园。
面对造化的最高形式，你将能如何？
你唯有静默啊⋯⋯    西湖便在静默中饱满，她就是那种在遥远的地方突然想起会热泪盈眶的美——那
是深卧与佯睡在你心底的爱情，突然一跃而起，冲撞你的胸膛，使你呼吸停止，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
    西湖是你的爱人，你对她的爱意的表达，因为小心翼翼而断断续续，你欲言又止，欲说还休，你担
心会把她的灵魂从你的口中吐出，你唯恐她会散发在空气中，离你而去。
    你能够从皮肤中触及她，从空气中呼吸她，浪迹天涯时她折进你的行囊，到他乡时她弥漫开来，浸
润覆盖在陌生的逆旅，慰你无边的乡愁。
    西湖是一所书院，你是西湖的学子，你在湖上走读。
西湖是这样的词汇，她穿透你的所有岁月，红颜年少在长堤下散落初恋，人到中年在湖上整理思想，
白发苍苍在月下享受归宿。
    西湖又是一派大境界——张苍水临终眺望湖上，一声断喝：“好山色！
”叹尽湖光。
    而你，想到西湖，心头一热，块垒顿消。
你想：无论如何，我已经有西湖了。
    西湖像所有的家园一样，人们通过告别而与她重逢。
你只要离开她一步，就会百感交集地发现，她是世上最动人的地方。
背弃她，是人生最大的失误；离开她，更是命运最大的遗憾。
    许多年前你离开过她，因此得了严重的怀乡病：你想念杨公堤曲院风荷大门口深秋时的一大片梧桐
树的黄金落叶，它们铺开时颇有异国风情；你想念从玉泉路往上走时冬夜里月光下枝杈横伸的三角落
叶枫——它们像一张张伸向天空的树妖的手掌；你想念曾经海棠盛开的苏堤，你在那里流下过多情而
可笑的眼泪；你想念孤山鲁迅像对面沿湖的椅子，椅旁的湖水中撒下过你敬爱的老师的骨灰；你想念
湖畔灵峰未开发前的野趣，朋友们在清泉旁点着篝火煮茗；你想念湖上的小船，有一次泛舟湖上时一
个朋友掉到湖里去了⋯⋯    你想念九里松，重病时的父亲在那里住院，你和母亲常常怀着深深的忧郁
挽臂在松下走过；你想念植物园，十月一日，举家出动，在茶花树下摆开大吃一场的架势；你想念岳
坟，童年时一个外宾抱着你在岳飞墓前拍照留念；你想念翁家山，你在那里采过茶，睡在那些早已废
弃的庙宇里；你想念九溪，一位男同学约你春游，没有发生爱情，甚至友谊也淡忘，但九溪却深深留
在心中；你想念三潭印月，父亲带着满口缺牙的你与哥哥在九曲桥上留影，如今父亲长逝，但三潭印
月依旧⋯⋯    你想念绕湖的芬芳，春天一到，她们闹得满城花枝招展，不是红杏也出墙；你想念雨巷
，想念从前曾经有过的油纸伞，想念戴望舒和他的丁香般愁怨的姑娘；想念早已逝去的青石板发出的
声音，它不可能不是悠长的。
    你也想念湖边那些豪华的宾馆，你想念望湖饭店和香格里拉饭店大厅里的壁挂，想念透过雨玻璃望
出去的山朦胧水朦胧；当然，你想念楼外楼的西湖醋鱼和龙井虾仁；在你最想念的那一切中，还包括
梅家坞的一小片茶园、植物园的一株白紫藤和镜湖厅茶座间的那株大香樟，以及它的那些纷纷扬扬的
伤春的落叶。
    还有某些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活着的，以及长逝的——他们是你的亲人和朋友，你想念他们，
有时在上班的路上，有时在回家的途中，有时在夜半的梦里，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把你的心思碾碎
了，是西湖把你重新收拾，再生灵魂⋯⋯    人间万象，有人生命艰苦，一旦归化西湖，便也知足；有
人生命壮烈，湖边绚烂之极，终究归于宁静。
杭州是人性的方舟，西湖是众生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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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达夫有一枚闲章：家在富春江上。
你步其精神，亦有一章：家在西子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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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雅湖山行(走读西湖)》由王旭烽编著。
 《风雅湖山行(走读西湖)》简介：
对于西湖的水上的游历是本质的，湖上，是你走向西湖的核心部分，这里有万千气象、瞬息万变的美
；而西湖的山，是值得探究的山，空濛的山色中，隐藏着许多事物，有人的精神渗透其间，“山不在
高，有仙则名”，西湖的山是不高的，却又是极高的，要看你用哪一种态度去登临了。
湖山风雅，风雅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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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旭烽教授，著名女作家，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人文·茶文化学院院长，茶文化学科带头人
，杭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文化组长。
出生于浙江平湖，幼时在富春江两岸迁徙辗转，少年时随父母入杭，从此与西湖做伴，品佳茗，历山
川，风雨人生，荡涤情怀。
求学于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历史系，沉醉于文学。
曾供职于中国茶叶博物馆。
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浙江省茶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

文学生涯二十多年，杜鹃声里，烟雨楼中，精雕细琢，遂成文字千万。

“茶人三部曲”曾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曾三次获得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并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优秀作品奖，此外，获得各
类文学奖项数十种。
对茶文化及浙江、杭州地方文化史情有独钟。
有多部小说、随笔问世。
戏剧作品有越剧剧本《藏书之家》、昆剧剧本《红楼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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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白堤 半颗心留在江南的北方人
苏堤 苏东坡修出的杭州之眉
杨公堤 您要记住杨孟瑛
孤山 为什么不孤
西泠印社 咫尺金石江山无限
文澜阁 丁家兄弟和皇家书楼
三塔 向着天空的祈祷
湖上三岛 落在玉盘上的大珠与小珠
花港观鱼 金鱼故事
里六桥 隔株杨柳隔株桃
葛岭 半闲堂与红梅阁
高丽寺 禅意·华严经·韩流
竹素园 绉云峰记
环碧湖舍 你站在桥头看风景
西博会 杭州的博物馆
湖上四庄 郭刘蒋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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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白堤 半颗心留在江南的北方人    白居易(772—846)对中国文学史的意义，与他同时对杭州人的意义，
给我们提供了两种价值角度。
对中国文学史来说，白居易是伟大的诗人，对杭州人来说，白居易是一个最好的父母官。
杭州人对白居易，基本上也是可以用“家喻户晓”四个字来形容的，但老百姓大多不是因为《长恨歌
》和《琵琶行》，而是踏在他们脚下的那道白堤。
    白居易让我第一次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诗人真的不能从政吗？
当官的人真的不可能进入文学吗？
鱼与熊掌，真的不能两全吗？
为什么白居易、苏东坡就偏偏两全了呢？
    当然，这个两全也是相对而言的，就一生来说，白居易并不是一个仕途通达之人。
    许多人都以为年过半百、官场失意的白居易，能在公元822年来到美丽的西湖从政，是一种幸运。
实际上西湖有了白居易，才是最大的幸运。
从某种角度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白居易，就没有今天的西湖。
    至少，我们可以说，没有白居易，就没有白堤。
    许多年前，在河南洛阳，我曾到号称香山居士的白居易墓前谒灵。
乐天先生生于公元772年，卒于846年，终年七十四岁。
就那个时代而言，是属于人生七十古来稀的长寿之人了，且生命不但有长度，更有质量，对穷愁的诗
人而言，他似乎是有些幸运的。
当然，他也离不开一般诗人为官后几乎都有谪官的经历，所以才有“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诗章。
    从他一生轨迹看，白居易应该是个浪迹天涯的人物。
祖籍为山西，先人又迁居陕西，他自己则出生于河南。
少年时代，大约十四五岁时，他跟随父亲到江南时曾经第一次来过杭州。
那是为躲避战乱而来的，日子过得颠沛流离，但杭州还是给他留下深刻的诗意。
那时的著名诗人韦应物正任苏州刺史，另一名诗人宰相的儿子房孺则出任杭州刺史，他们常在苏、杭
两地诗酒唱和，给了少年白居易很深的印象。
几十年以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恰恰暗合了他少年时代羡慕的诗人的生活。
    白居易青年时代不能说不踌躇满志。
二十八岁中了进士，也是春风得意的。
不过诗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一忘形就容易口没遮拦，封建社会把这种对朝廷的直言称之为进谏，而
进谏又往往是要受惩罚的。
这一罚，罚到了江州，罚出了千古名篇《琵琶行》。
后来他又被移至忠州，然后，西湖山水千古有幸，终于迎来了伟大的诗人和朝廷贬官白乐天，这一贬
，又贬出了一条名垂万代的白堤。
白居易虽然官场不幸，但作诗为官，最终都是青史留名的。
    白居易刺杭那年为公元822年，他已经整整五十周岁了。
七月盛夏从京城西安出发，一路东行三个月，才到了杭州。
贬官之人，宦海浮沉，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仿佛一见到西湖山水，白居易的心情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之到杭州的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
写了《杭州刺史谢上表》。
即便是一篇例行的公文，诗人也写得声情并茂，表示要“唯当夙兴夕惕，焦思苦心”。
    说到诗人在杭州的政绩，杭人自可如数家珍，但其中最著者，当为筑西湖湖堤和疏通六井。
所谓湖堤，就是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条白堤。
    其实这条人们称之为白堤的堤坝，比真正的白堤年代更久远，它是西子湖古老的一翅羽翼，自居易
到杭州时它就在那里，人称白沙堤。
白居易的名诗《钱塘湖春行》中言：“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读西湖.风雅湖山行>>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这个白沙堤，也就是今天的白堤。
它从当年的杭州钱塘门外向西，通往孤山，全长1公里。
如今堤上一路有桥——断桥、锦带桥，直到西泠桥，一路向西，右边一侧是葛岭、宝石山和北里湖，
南边一展望，是吴山、玉皇山、南屏山。
    由于这条长堤通向美丽的孤山，所以从宋代开始，这条堤就被称之为孤山路了。
    明朝，一个叫孙隆的大太监，在白沙堤上重新垫土铺沙，广植桃柳。
此堤又改姓了孙——孙堤。
年深日久，树大得可以合抱了c从树下走过，枝叶扶疏，漏下月光，碎如残雪，所以有人猜测，所谓
断桥残雪，指的便就是月光下的残影。
又因此堤花态柳情，山容水意，绿烟红雾，歌吹为风，时人称为十里锦湖。
    再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白居易的筑堤，便把此堤命名为白堤了。
    其实，白居易的白堤并不在这里，据史籍记载，白居易筑的堤坝，很有可能就在今天的松木场和武
林门一带，年代久远，已难寻旧踪。
而现在人们看到的白堤，很有可能也是古代劳动人民在西湖刚刚形成的时候，作为水利工程建造起来
的。
要知道，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湖，和我们今天见到的姿容可是大不一样。
她的西面，一直就到了西山脚下。
东北面呢，又大到了武林门一带，水利未修，—下大雨湖水就满出来，涝了；久旱不雨呢，湖水又干
涸。
所以，西湖完全没有今天的温柔妩媚，性格是很暴烈的呢。
    白居易可不仅仅是个舞文弄墨的大诗人，还是封建社会中一个有抱负有政绩的官员。
照他的原话，是“出仕为官，重在教民清世”。
到了杭州，他除了疏通李泌四十年前开凿的六井以外，便是整治西湖了。
    白居易筑的堤据说是从钱塘门开始的，把西湖一分为二。
堤内为上湖，堤外为下湖，平时蓄水，旱时灌田。
    当时，有不少人反对他这么做。
说，放了西湖的水浇田，那水里的鱼龙怎么办呢？
水上的菱茭怎么办呢？
    白居易也反问他们，是鱼龙要紧，还是百姓的生命要紧？
是水上的菱茭值钱，还是田里的稻粱值钱啊？
    离开西湖前两个月，他终于把堤给筑起来了，还专门写了_一篇《钱塘湖石记》，详细地记载了堤的
功用，蓄水、放水和保堤岸的方法，刻在石碑上，专门立在湖边。
另外，他还专门派了专职人员去管理湖水，还制定了保护西湖的奖惩条例和规定：穷人要是犯了破坏
白堤的规定，便要在湖边种树，富人呢，让他们下水捞水草！
P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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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湖是这样的所在，你会因为找不到最恰当的词语来描述她——而陷入幸福的彷徨。
西湖是囊括所有的：春夏秋冬，曰月星光；柳风桂雨，晨钟暮鼓；悲欢离合，长歌短吟；英雄美女，
高僧士子：行侠游客，浪子孤魂；阳春白雪，下里巴人⋯⋯    王旭烽编著的《风雅湖山行(走读西湖)
》收录了《白堤 半颗心留在江南的北方人》、《苏堤 苏东坡修出的杭州之眉》、《杨公堤 您要记住
杨孟瑛》、《孤山 为什么不孤》、《西泠印社 咫尺金石江山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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